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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南京大屠杀史研究·

试析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范式转移

朱继光　姜良芹

［ 摘　要］ 　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�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重视。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整理
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开始到目前�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研究�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。在20世纪60年
代至90年代中期�研究范式主要是带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；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开始转向以
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�如运用社会心理学、国际法学、口述史学、法医学等等；
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又有新的发展趋向�即坚持科学的历史观�开始从人类文明史和和平学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暴
行�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。范式的转移将有助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。

［ 关键词］ 　南京大屠杀　中国史学界　研究范式　转移

　　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惨绝人寰的

重大事件。它也是触动中日两国关系敏感神经的
诸多历史问题中的一个典型事件�同时也构成了
中国人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一个象征。中国史
学界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一直极为重视�即使在特
殊年代研究虽有曲折�但也没有停止。经过近半
个世纪的对南京大屠杀史料的调查、搜集和整理�
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发展�研究范式也随着国内外
社会环境的变化发生了一系列转移。本文拟就这
一问题作一探讨�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

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末�为南京
大屠杀史料的积累时期。这些史料包括中外记者
当年的新闻报道、留宁中外人士的书信、日记、调
查、影像资料及西方留宁外交人员的报告；幸存中
国官兵及其他一些人士的回忆性著作；中国政府
在抗战期间及战后的调查；日本随军记者的报道、
日军作战命令及阵中日志、官兵的私人日记；东京
和南京法庭审判战犯的档案资料等等。这些资料
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基础。但由于种种原
因�许多资料或被销毁�或分散在世界许多国家和
地区�给以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。
20世纪40年代末�由于中国国内政治格局

的变动�以及意识形态问题�导致南京大屠杀研究
缺乏资料和宽松的政治环境。在五六十年代�中
国社会正处在“ 文革” 前夕�各方面均处于极不正

常的状态�学术界亦是如此。在这种特殊环境下�
中国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主要是以收集资料

为主。研究范式则是实证方法�揭露日本帝国主
义在侵占南京期间所犯下的暴行。最早研究南京
大屠杀事件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。1960年南京
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组织了部分学生�在高兴
祖等老师的带领下�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展开调查�
搜集了许多难得的照片和资料�于1962年编著了
《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》①一书。该书是
这一时期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第一本专著�
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杀、烧、淫、掠等方面的暴行�
同时还涉及对安全区的描写�以及中国军民在日
寇施暴的同时进行的殊死斗争。书中内容虽不十
分丰富�并且因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�有
些观点还值得商榷�但对于从学术上研究这一事
件�其作用不可忽视。特别是该书从学术角度在
研究遇难人数方面�运用实证比较方法对日军集
体屠杀人数和主要慈善机构收埋尸体数分别相

加�进行比较论证�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上�
迈出了可贵的一步。另外�该书在南京大屠杀的
分期上�根据日军进行屠杀的时间与杀人数量相
对照来划分②�不管分期恰当与否�这种思路�对

①

②

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：《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
杀》�1979年内部出版。

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：《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
杀》�第87－8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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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后学者研究给予了很多启发。另外�1961年原
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撰写了《关于
谷寿夫、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》①一文�被
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一篇具有学术价值
的文章。该文也是以实证为基础�作者根据所能
记忆的、印象最深刻而使作者“ 永世难忘的一些暴
行实例�以及远东法庭在审讯和判决中所确认的
一些事实和论断” 写成�作为“ 挂一漏万的回忆和
叙述” ②。作者在文中从屠杀、奸淫、对安全区的
破坏、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证据以及对远东
国际法庭对南京遇难同胞人数的认定的说明�论
证了南京遇难同胞在三十万以上的估计是符合客

观实际的�并且与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没有矛盾
或抵触。③ 同时作者对当时只能从外国人的著作
中看到一些零星的、不完备的南京大屠杀记载�而
我国国内却“ 从未出版过这方面内容的书籍” �感
到很遗憾。④ 在文章最后作者觉得“ 为了充实历
史和教育人民�我国的历史工作者对于像轰动全
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一类的事件以及外寇在我国的

其他残酷暴行�似乎还应该多做些调查研究和编
写宣传的工作” ⑤。这篇文章虽带有时代的烙印�
但作者在文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论述、研究现状及
对史学工作者的期望�应该是相对中肯的。随后
由于国内政治运动的发生�从20世纪60年代中
后期到整个70年代�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
研究基本停滞。因此�从总体上说�在20世纪80
年代以前�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学术性研
究虽已涉足�但尚未真正展开。
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�中国史学界民国史

研究的环境逐渐宽松�南京大屠杀研究也逐渐被
重视。另外�自80年代初开始�日本少数右翼分
子加紧了对历史上发动侵华战争和制造南京大屠

杀暴行的否定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；又适逢日
本“ 教科书事件” ⑥�这些情况直接促成了80年代
初以后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研究热潮的形成。
从1983年底起�南京市有关方面成立了南京大屠
杀史料编辑委员会�对南京大屠杀资料进行广泛
收集�以利于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。到20世纪
90年代中期为止�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史料收集
方面取得较大成果�为这一阶段的研究奠定初步
史料基础�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了系统化阶段�研究
领域也开始由实证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及遇难人数

向其他方面拓宽。

但是�这一时期�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主
要是因为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�否定侵略�
否定南京大屠杀等政治问题而引起�再加上日本
国内“ 虚构派” 学者否定南京大屠杀�因此�这一时
期中国学界的研究�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�民族
主义色彩还是比较浓厚�在研究范式上仍是以实
证方法为主�主要是以受害者的身份�运用大量的
史料来据理力争�通过编撰南京大屠杀的论文、史
料集来回应和论证南京大屠杀的存在。所以作为
研究者还不能主动的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深入的研

究。即使如此�各方所作努力的成果却是不容忽
视的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�通过史料征集和收
集�以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�编辑和出版
了一些史料集�主要有：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
料集》⑦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》⑧《侵
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》⑨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
档案》〇10等。这些成果显示出南京大屠杀资料收
集的系统性特点。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�
在国内外相继发现了一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史

料：1985年�发现了当年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

①

②

③
④

⑤
⑥

⑦

⑧

⑨

〇10

该文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

研究会编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22辑�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现参考
梅汝璈所著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》�附录四�法律出版社、人民法院
出版社2005年版。

梅汝璈著：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》�法律出版社、人民法院
出版社2005年版�第305页。

梅汝璈著：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》�第314页。
见作者原文注释�梅汝璈著：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》�第

315页。
梅汝璈著：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》�第315页。
1982年6月�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对日本侵略战

争的罪恶进行了无耻的掩盖和处理。其中对日军犯下的南京大
屠杀�文部省审定时将“ 占领南京后�日军杀害了大量中国军民”
改为“ 日军在粉碎中国军队激烈的反抗中情绪激昂�在占领南京
后杀害了大量中国军民” 等�将屠杀原因归结为中国军队的顽强
抵抗�极力缩小和淡化南京大屠杀暴行�掩盖事实真相。此举激
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�对日本政府的态度提出批评�并通过外
交途径交涉此事。日本“ 教科书事件” 由此演变成一个国际问题。
参考张海鹏、步平主编《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》�社会科学文献出
版社2002年版�第94－95页。

“ 南京大屠杀” 史料集编辑委员会、南京图书馆合编�江
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。
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、南京市档案馆、“ 南京大屠杀” 史
料编辑委员会合编�1985年内部出版。

“ 南京大屠杀” 史料编辑委员会著�江苏古籍出版社
1987年版。
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、南京市档案馆、“ 南京大屠杀” 史
料编辑委员会合编�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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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校长魏特琳的日记�其中记载了日军在南京
大屠杀期间的大量暴行。1987年�原日军士兵东
史郎公开发表了当年所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

记�其他日军官兵的手记、日记在此前后也陆续公
开面世。1990年�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波茨坦分
馆�发现当年德国驻华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
罗森博士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�其中有许多涉及
南京大屠杀的内容。1991年�在美国发现传教士
马吉牧师当年摄制的日军暴行纪录片；南京安全
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奇的日记和书信；在美
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还发现了贝德士文献中

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。1994年�在美国华盛顿
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一些档案中�发现了有关南京
大屠杀的内容�如涉及在南京等多个地方屠杀30
万中国人的“ 广田电报” 。同年�在辽宁省档案馆
的日本满铁档案中�发现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档
案。1995年2月发现当年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
的日记�他曾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杀、烧、淫、掠
等暴行。1996年�发现了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
会主席拉贝的日记。该日记在公开后被发现是记
录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、保存最为完整的
史料。同时还发现了拉贝精心保存的80多张现
场拍摄的照片�且照片附有翔实说明。在获得新
资料的基础上�中国史学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
究和史料整理工作�又取得了显著的进步�编辑出
版了一批新的史料集和专著�其中主要有：《侵华
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》①《日本帝国主义
侵华档案资料选编－－－南京大屠杀》②《南京大屠
杀图证》③《腥风血雨－－－侵华日军江苏暴行
录》④《血祭－－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》⑤《中
国抗日战争史丛书·南京大屠杀》⑥等。

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大量发现和出

版�对批驳日本右翼否定论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
中国史学工作者充分运用这些资料�采用实证主
义的研究范式�撰写了大量论证南京大屠杀史实
和驳斥日本右翼文人的文章。⑦ 研究视点也开始
有新的突破。如对南京大屠杀期间反映日军对南
京文化资源掠夺的研究⑧；对大屠杀的执行者侵
华日军的心理研究⑨；对南京大屠杀发生原因的
研究〇10；对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研究〇11。这些新的
研究视点的开辟�对于新的研究范式的产生起了
推动作用�如文化心理范式就产生于这一时期。

总之�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�在近

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�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
研究范式�因受国内外社会政治气候的影响�基本
上局限于带有政治色彩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的

范围之内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较为有限。这更多
体现在是以陈述史学的方式�而未能够从学术角
度进行深入研究、探讨。研究视点也较窄�主要是
以证实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存在和遇难人数�来回
击日本右翼学者�致使南京大屠杀问题有许多研
究领域或是刚起步�或属于空白。但是这一阶段
所搜集和整理出版的南京大屠杀资料�是南京大
屠杀研究在起步阶段的重要史料基础�其贡献有
目共睹。另外�在南京大屠杀宏观研究方面�取得
了较多成果�从而为90年代末南京大屠杀的微观
研究和范式转移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二

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�南京
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�开始突
破性的变化�朝着多元化方向转移�对南京大屠杀
研究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在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�学界先后成立了一
批有助于推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团体和机构。学

①
②
③
④

⑤
⑥
⑦

⑧

⑨

〇10

〇11

朱成山主编�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。
中央档案馆等编�中华书局1995年版。
中央档案馆等编�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。
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�江苏文史资料出版社1995年

版。
徐志耕著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。
孙宅巍主编�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。
这一时期实证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文章有：邹明德：《日本

侵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案》�《历史档案》1982年第4期；孙宅
巍：《南京大屠杀与南京人口》�《南京社会科学》1990年第3期等
近百篇。批驳日本右翼否定论调的文章有：高兴祖：《“ 南京大屠
杀” 的史实不容抹煞－－－评田中正明的九点质疑》�《日本学刊》
1986年第4期；李松林：《日本学者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〈战
中日记〉－－－兼驳田中正明的“ 南京大屠杀之虚构” 论》�《首都师
范大学学报》1987年第3期等30余篇。

参见邸富生：《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文化掠夺始末》�《辽宁
师范大学学报》1988年第5期；孟国祥：《侵华日军对南京的文化
大屠杀》�《紫金岁月》1995年第6期；高兴祖：《日寇在南京的文
化大屠杀》�《美洲华人对日索赔专刊》1995年10月等文章。

参见刘燕军：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之文化心理剖
析》�《南京社会科学》1995年第8期。

参见孙宅巍：《南京大屠杀原因探索》�《东南文化》1995
年第3期；高兴祖：《南京大屠杀－－－日本军国主义有预谋的恐怖
政策》�《南京社会科学》1995年第8期等文章。

参见孙宅巍：《试论南京大屠杀中的“ 安全区”》�《南京社
会科学》1992年第5期；刘惠恕：《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难民区
国际委员会》�《学术月刊》1995年第8期等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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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团体如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①�
学术机构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

心②、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③等。由政
府和高校共同搭建学术研究平台�稳定的科研经
费和高素质的科研队伍使南京大屠杀研究由此进

入了新的发展阶段�相关研究深入展开�新的研究
范式不断涌现。
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及本世纪初�学界根

据前一阶段所搜集到的史料�先后出版了一批有
重要价值的资料。根据当时留宁西方人士的日记
和书信等文献资料编辑出版的有：《拉贝日记》④
《天理难容：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（1937
－1938）》⑤《魏特琳日记》⑥等。此外�原侵华日
军士兵东史郎的日记也在中国出版⑦。进入本世
纪以来�史料搜集整理工作更是取得巨大进展。
张宪文主编、海内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者共同
参与编辑的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》（55卷）于2005
－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。这部史
料集的出版�对推动学界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�
其贡献将是不可估量的。

在这一阶段�南京大屠杀研究在学术团体、机
构陆续建立和相关资料搜集、整理取得突破的基
础上�其研究范式也发生了一系列转变�研究的学
术意义开始逐步加强。虽然民族主义的立场原则
并未改变�但政治色彩开始逐渐淡化�研究者的学
术主体性逐渐体现出来。这一时期研究的深度和
广度都较前一时期有很大发展�许多新的视角和
学科理论开始与南京大屠杀实证研究相结合�如
社会心理学、国际法学、口述史学、法医学等等�使
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向多元化转移�研究水准也
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

实证范式在这一阶段仍然是基本的研究方

法。许多中国学者运用这个范式�取得大量成果。
在系统研究南京大屠杀方面�孙宅巍所著《澄清历
史－－－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》⑧是一部代表作�
该书通过实证对南京大屠杀的原因、范畴、规模以
及安全区、性暴力、抗争、幸存者、影响和记忆等多
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证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
和学术意义。程兆奇经过多年对日本学界南京大
屠杀研究的关注�通过对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各
方所编的大量原始资料的考察�运用证实辨伪的
研究方法�对虚构派的种种歪论进行了质疑和检
证。⑨ 另外程兆奇有感于国内学界对日本虚构派

的批判多从“ 观念” 出发�学术上着力不够�指出
“ 只有对日本右翼的论点和作为支撑的论据进行
有针对的清理�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调才能起
到釜底抽薪的作用” 。〇10 为此作者撰写了《日本右
翼南京大屠杀论著评议》〇11《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
史料概论》〇12等文章�对虚构派予以有力的批驳。
张生通过对大量德国所藏相关档案及其他相关资

料的查考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实证研究。他认
为�“ 德国视角” 的核心价值�是以大量无可辩驳的
一手资料�证明了日军在南京屠杀、奸淫、抢劫、纵
火的罪行。在翔实记录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
人遭受的苦难的同时�德国人士还注意到了大屠
杀对中国人抗战意志和爱国精神的激发作用。〇13
马振犊运用类比的方法�对侵华日军暴行与纳粹
暴行原因进行了比较研究。他通过对比分析认为
两者暴行既有共性又有差异。其共性在于都把屠
杀与暴行作为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与手段；差异
在于纳粹屠犹具有民族矛盾的历史背景�加上纳
粹党的疯狂理论与实践、发动和维持战争的需要；
日军暴行则更多出于民族性格的阴暗面�“ 膺惩”
中国民众�发泄兽欲和服务于战略需要。〇14 通过
不同的暴行比较�来研究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�
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尝试。曹必宏在南京伪组织埋
尸数字问题的考证方面�采用了实证比较的方法

①
②
③
④
⑤
⑥
⑦

⑧
⑨

〇10

〇11

〇12
〇13

〇14

该会于1995年8月成立。
该研究中心于1998年12月成立。
该所于2006年4月成立。
［ 德］ 约翰·拉贝著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。
章开沅编译�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。
［ 美］ 明妮·魏特琳著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。
［ 日］ 东史郎著：《东史郎日记》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

版。
孙宅巍著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。
程兆奇有关质疑右翼论点论据的文章较多�可参考《南

京大屠杀研究－－－日本虚构派批判》一书。
程兆奇著：《南京大屠杀研究－－－日本虚构派批判》�上

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�第271页。
该文章收录在《南京大屠杀研究－－－日本虚构派批判》

一书中。
程兆奇�《社会科学》�2006年第9期。
见张生：《德国档案中的南京大屠杀》�《抗日战争研究》

2005年第4期；《从南京大屠杀看中国抗战前途－－－南京西方人
士的观察和预判》�《民国档案》2006年第4期；《侵华日军南京大
屠杀的“ 德国视角” －－－以德国外交档案为中心》�《南京大学学
报》（哲学、人文科学、社会科学版）2007年第1期等。

见马振犊：《侵华日军暴行与纳粹暴行原因比较研究初
探》�《民国档案》2007年第2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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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对比南京伪组织、民间慈善机构等相关埋尸
的资料�对伪南京自治委员会、伪南京特别市政府
埋尸问题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。① 这些从实证
范式衍生出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的运用�对我们深
入观察和研究南京大屠杀给予很多启发。

这一时期�中国学者逐渐将其他一些学科理
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�运用到南京大屠杀研究方
面�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范式�为全方位的深入研
究南京大屠杀提供了新的方法论。

南京大屠杀研究心理学范式的形成�它是一
些学者将心理学相关理论运用到南京大屠杀中的

受害者、加害者或者某一个层面的对象�通过研究
分析�得出一定的结论。这一时期许多学者运用
该范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�对我们深层次的认识
南京大屠杀具有很好的效果。

例如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方面�以
往国内学者主要是从日本军国主义有预谋的恐怖

政策方面�通过实证重点论述南京大屠杀发生的
原因�那么研究的视角通常受到限制。王卫星在
《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官兵心态探讨》一文中�通过
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南京攻防战中日军官兵

战场心态相结合�对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进行
了分析�使人耳目一新。通过分析�他认为南京大
屠杀虽然是日军高层的有计划、有预谋的行动�但
这一野蛮暴行是要通过数万名官兵去执行的�因
此这种残暴的行为�只有心理变态的人才能够做
出。他根据刊行的原日军部队的阵中日志、原日
军士兵日记和其他的一些史料�分析了战时日军
官兵的心态。他认为日军心理变态行为主要有两
种：一种是报复杀人；另一种是施暴取乐。同时作
为战胜者的日军官兵在军中为显示武士道精神�
以是否敢杀人作为是不是一个真正日本皇军的标

准�在这种情况下�随便杀中国人是合法的�更是
无尚光荣的。正是在这些扭曲心态的驱使下�侵
华日军如同一群“ 兽类集团” �在南京制造了骇人
听闻的大屠杀。②

姜良芹在《“ 速战速决” 失败后的疯狂报复：侵
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原因新探》一文中�则通过运用
心理学视角对南京大屠杀时期松井石根的心态进

行分析研究�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松井石根“ 速战速
决” 政策失败后的恐怖报复行为。文章中分析说�
松井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�个人野心迅
速膨胀�为了“ 速战速决” 以早日“ 建功立业” �擅自

下达进军南京的命令；在进攻途中�纵容官兵的种
种暴行；而当经过苦战攻下南京后�因其“ 速战速
决” 计划遭到失败而气急败坏�松井心理上严重扭
曲�便采取了以屠杀为主要手段的恐怖政策�屠杀
令一级级地传达下去�以致全体日军官兵的暴行
在南京大屠杀中达到空前野蛮的程度。③ 这篇文
章通过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来分析一个关键历史人

物�为我们考察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也提供了
一个新的视角。

在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的方法上�张连红在南
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心理影响方面作了一定的研

究�并取得了许多成果。④ 南京大屠杀给南京地
区造成了严重损失�也对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的
心理造成了严重创伤�其影响不仅具有历史性�而
且具有现实性。他在《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
会心理的影响》一文中�就南京市民社会心理所受
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�认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
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�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巨大的
心灵创伤和挥之不去的阴影�给市民心理带来了
无穷的恐惧。有些市民所受的心理影响甚至一直
延续至今。

在运用国际法的视角来研究南京大屠杀方

面�日本学者走在了研究前列�但同样也给中国学
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。日本律师新美隆通
过《从国际法看南京大屠杀》一文�从国际法的角
度解析了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�并且对日本“ 虚
构派” 给予驳斥。新美隆在文中说�《海牙公约》陆
战规则第23条明确规定禁止“ 对已放下武器或已
丧失自卫手段而乞降的敌人进行杀戮” 。日军将
虐杀的俘虏、降兵、市民�牵强的解释为残兵败卒、
便衣�只不过是为掩盖其无差别屠杀南京青壮年
的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而已。⑤ 中国学者于洋运用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见曹必宏：《南京伪组织掩埋遇难同胞尸体数字考》�《民
国档案》2000年第4期。

见王卫星：《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官兵心态探讨》�《民国档
案》1997年第4期。

见姜良芹：《“ 速战速决” 失败后的疯狂报复：侵华日军南
京大屠杀原因新探》�《民国档案》1999年第4期。

相关成果有《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》�
《江苏社会科学》2000年第6期；《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民的社
会心理》�《抗日战争研究》2002年第4期；《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
民的创伤记忆》�《江海学刊》2003年第1期；《南京大屠杀的后遗
症：幸存者的创伤》�《江海学刊》2006年第3期。

见［ 日］ 新美隆：《从国际法看南京大屠杀》�《抗日战争研
究》1997年第4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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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研究范式在《践踏国际法的罪恶行径》一文
中�分析和揭露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虐待
和屠杀中国战俘的违反国际法的罪恶�从法理的
角度说明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是一种国

际犯罪行为。①
在运用口述史学来研究南京大屠杀方面�中

国史学界还处于起步阶段�文章和论著很少。朱
成山曾撰文指出�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
究方法�具有其独特性�对于拓展和加深南京大屠
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�并且有进一步
应用的前景和空间。② 虽然将该范式运用到学术
研究上刚起步�但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相关
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已达到相当的水平。③ 南京
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�多年来利用假期组织
学生深入南京城郊进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、受害
者、目击者的寻访调查�在口述资料的积累方面作
出了很大的贡献。这些口述资料对学者们的研
究�将发挥重大的作用。

在其他的研究范式中�如在法医学研究范式
方面主要是通过法医学理论及高新科技设备对南

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骨进行分析研究�确认死亡者
的年龄、性别及致死原因等等�对回击日本右翼言
论是一个有力的武器。通过法医学进行鉴定�在
1947年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日军罪行时�
就曾经运用过。④1998－1999年�侵华日军南京
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江东门“ 万人坑” 遗址进
行再次发掘时�对挖出的208具尸骨�从法医学角
度进行了勘察、技术鉴定和化学分析�确认这些骸
骨是当年遭日军残酷杀害的南京军民的遗骨。⑤
但是由于这项研究要求具有很高的法医学理论知

识和技能�研究者甚少。这也说明�南京大屠杀的
研究需要更多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�开展全方位
的深入研究。

这一时期�中国学界因政府的支持、研究机构
和学术团体的陆续建立和稳定的科研经费�再加
上史料方面的积累�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宽松�研究
范式也由原来的实证研究转向实证方法与多种学

科理论相结合的综合研究�这种范式转移使南京
大屠杀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。

三

当前南京大屠杀的研究�经历了前两个阶段
的厚重积累�又迎来了中日两国组织历史共同委
员会�研究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的时刻。处

在这样一个研究机遇期�对于如何通过研究南京
大屠杀事件来吸取历史教训�使中日两国世代友
好下去�这就给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�
即和平学与人类文明史的研究范式。当前的一些
中国学者已将此提上了研究日程。如陈仲丹从对
战争的反思与和平研究的兴起为切入点�展示了
一个全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新视点�即和平学的
视点。他认为�这既体现了人们对战争灾难的积
极反思�又表现了人们对和平的热诚期待�有助于
学术研究的国际化�也有助于塑造南京这座战争
“ 殉难城” 的新形象。⑥ 对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去
透视南京大屠杀�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在其作品
中有所体现�一些学者已将其译成中文。当前在
中国大陆已有多种译本可供参考。⑦ 另外�南京
大屠杀期间�西方第三国的利益也遭受严重的损
害�因此南京大屠杀还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。从
国际化的视角来审视南京大屠杀这场悲剧�将使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见于洋：《践踏国际法的罪恶行径－－－侵华日军虐待中
国战俘记录》�《环球军事》2005年第15期。

见朱成山：《口述史学视角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》�《南
京社会科学》2006年第4期。

已出版口述资料较多�如朱成山主编：《侵华日军南京大
屠杀幸存者证言集》�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；朱成山主编：
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》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
年版；张宪文主编：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·幸存者调查口述》（ 上、
中、下） �江苏人民出版社、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；张宪文主编：
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·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》（上、中、下） �江苏人
民出版社、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等。

1947年1月下旬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
率法官和慈善机构代表�在中华门外多处埋尸地点挖出尸骨数千
具。2月上旬�经过当时首都地方法院法医潘英才等鉴定�大量
尸骨留有枪伤、刀伤、钝器击损的痕迹�成为证明日军在中华门外
集体屠杀罪行的铁证。见《石美瑜关于调查战犯谷寿夫罪证挖掘
被害人尸骨的勘验笔录》（1947年1月29日） ；《首都地方法院检
察处为送谷案被害人遗骸鉴定书致军事法庭公函》（1947年2月
5日） �张宪文主编：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·南京审判》�江苏人民
出版社、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�第355页�第365－366页。

朱成山主编：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“ 万人坑” 遗
址的发掘与考证》�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

陈仲丹2005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“ 南京大屠杀史料国
际学术讨论会” 上的讲话。参见易青、姜良芹：《“ 南京大屠杀史料
国际学术讨论会” 综述》�《抗日战争研究》2006年第1期。

近几年张纯如的英文历史著作《The Rape of Nanki ng ：
The For gotten Hol ocaust of Worl d War Ⅱ》被中国学者多次翻
译成中文�由东方出版社出版�例如［ 美］ 张纯如著�孙英春等译：
《南京暴行：被遗忘的大屠杀》�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；［ 美］ 张纯
如著�马志行等译：《南京大屠杀》�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；［ 美］ 张
纯如著�杨夏鸣译：《南京浩劫：被遗忘的大屠杀》�东方出版社
2007年版等版本。



124　　 2008∙2民国档案

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日军暴行所受害的不仅有

南京民众�还有生活在南京的英、美、德等与日本
保持正常关系的西方国家的利益。通过这一视角
也可以更全面的认识日军的残暴性及其暴行的覆

盖面�因而可以进一步体会日军在南京所犯暴行
的深层内涵。这些范式的运用给南京大屠杀研究
提供了的新的契机�也将会给未来的南京大屠杀
研究拓展更大的空间。

近期以来�南京大屠杀日渐为国际社会高度
关注�因此南京大屠杀史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重
要研究领域�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课题。加
强国内、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�包括与日本学界的
对话、交流和合作研究�就显得尤为必要。面对新
的研究形势�中国史学界积极推动南京大屠杀研
究的国际化�使国际上更多的学者来了解、关注这
一事件�并且能进一步参与到南京大屠杀学术研
究中去。同时�学界表示以后还将继续在国内外
广泛的搜集史料�为研究提供基础。希望以后能
有海内外更多的学者加入�把大屠杀基本史料及
重要史料搜集过来�形成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的
国际化。为更好的指引今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
深入开展�学界进一步提出坚持科学历史观�正确
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；坚持严谨治学的态度�正

确处理民族感情、个人感情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关
系�防止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。①这些对南京大
屠杀研究前景规划的科学建构和指引�将有益于
国内外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立场上更加客观

公正�也将有益于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的进一步
多元化。

综上所述�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
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当前�随着国内外社会
环境的变化发展和史料的不断发掘�也随之发生
转移。每一次范式转移�都给南京大屠杀的研究
以推动力�使其不断的向着广度、深度和高度发
展�使人类不断的从中汲取新的教训和反思。

［ 朱继光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
研究中心研究生

姜良芹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
研究中心副教授

邮编：210093］
［ 责任编辑：胡震亚］

①　《坚持科学历史观�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》�张宪文
2007年11月在“ 第二次南京大屠杀史料学术研讨会” 上的讲话。

《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》出版
杭州师范大学丁贤勇副教授新著《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－－－以民国浙江为中心》一书�已

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。该书在大量搜集、利用方志、文史资料、报刊、文集、笔记、口
碑等史料的基础上�系统地论述了浙江近代交通新格局、新式交通与现代经济、新式交通与近
代城市化、近代战争与新式交通的发展、新式交通与社会观念�多角度地反映了新式交通工具
对于浙江社会变迁的综合影响�是一部角度新颖、史料史识兼具的史学专著。


